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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架入列 C919商业化运营提速

打暑期牌 爱奇艺试水线下主题乐园 多部大片齐发力
2023暑期票房有望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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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档”首机执飞沪蓉快线

此次东航接收的C919大型客机为东航首
批采购5架C919客机中的第二架。

7月14日，民航华东地区管理局向东航颁
发第二架C919飞机的国籍登记证、适航证、无
线电台许可证， 标志着该飞机已具备商业运
营资质，符合民航规章的适航要求。

两天后， 这架飞机成功降落在上海虹桥
国际机场，正式“入列”东航机队，并将与首架
机“搭档”，首先投入东航“上海虹桥-成都天
府”空中快线。

“第二架C919加入沪蓉快线主要出于调
度方便的考量，能与首架机形成运力的互补，
在另一架不能执飞时及时替补接力。”民航业
内人士李瀚明指出。

东航也表示， 首架C919交付机投入运行
后，由于要兼顾本场训练及计划性维修等，无
法每天亮相商业飞行、 承运希望探访的旅客。
因此，第二架C919也将为旅客搭乘东航航班体
验国产大飞机带来更多选择。作为国产C919大
型客机的全球首发用户，东航此前于2022年12
月9日正式接收C919的全球首架交付机；2023
年5月28日，东航圆满完成C919首个商业航班
“上海虹桥-北京首都”的往返飞行。

5月29日起， 首架C919在沪蓉快线上执
飞。截至7月12日，首架C919共执行87班次商

业航班，其中京沪航班2班、沪蓉航班85班，平
均客座率近80%， 累计服务旅客11095人次，
累计商业运行250.1小时。

“目前来看，第二架C919的交付进度符合
预期。随着C919的逐步交付、加入运营，两架
乃至多架飞机在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比此前的

一架更多， 由此不断推动商业运营的优化进
步。”李瀚明说道。

商业运营提速进行时

如果说C919的商业首飞意味着其正式从

“产品”走向了“商品”，那么第二架C919的加
入， 就标志着东航商业运营C919大型客机正
在提速。

东航表示，C919的航班运行、专业人才培
养正在进一步加快， 从而服务和推动着C919
大型客机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

从客舱布局来看，第二架C919与首架机
保持一致，为164座两舱布局，公务舱8座，经
济舱156座， 均选用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国产客舱座椅。在5月28日的商业首航中，
有乘客反映，“座椅感觉比其他飞机薄了很
多，但也变得更结实了，躺下去的时候非常
舒服”。

在餐食方面，东航也进行了创新。自C919
商业运营伊始，东航为C919客机提供“玖”系列
主题餐食，定制了纪念纸杯、清洁袋，并配备具
有国风特色的专属航空安全须知视频。 而7月1
日开始，C919执飞航班的餐食上新了本帮熏
鱼、本帮蝴蝶酥等具有上海特色的航空餐食。

此外，东航也在持续训练、培养C919的人
才团队。目前，东航已有具备C919机型资质的
机长8人，客舱乘务员46名，机务维修人员16
名，并建立了超100人的后勤保障队伍，还有
21名飞行员和一批保障人员正在接受资质培
训，为C919的安全运行、服务旅客持续夯实人
才队伍。

今年暑期出行高峰已到来，航旅纵横大数
据显示，暑运期间（7.1-8.31）国内热门航线
Top10中，成都-上海航线位居第七。不难判
断，第二架C919加入后，将承载更多旅客。东
航也表示，随着第二架C919投入商业运营，将
在中国民航局的指导下， 继续做好C919的各
方面保障工作。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实习记者 牛清妍

7月16日上午，随着东航MU2999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至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完成调机，第二架国产C919大型客机正式

“入列”东航机队。新一架C919飞机的到来，标志着东航商业运营C919大型客机正在提速，进一步服务和推动着C919大型

客机市场化运营、产业化发展。

2023年暑期档掀起观影热潮，有望冲击
历史最高纪录，恢复至疫情前水平。《消失的
她》《八角笼中》《长安三万里》《碟中谍7》等
中外大片齐头并进，各领风骚，共同将整个
电影市场推向火热。

新片接连上映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今年暑期档（6月
1日至8月31日）共有116部影片上映，在数量
上基本回归疫情前水平。 暑期档刚开始，市
场热度和票房贡献主要依靠《变形金刚：超
能勇士崛起》《蜘蛛侠： 纵横宇宙》《速度与激
情10》等几部进口片，市场真正热起来还是从
端午节《消失的她》开始。凭借对社会热点和
大众情绪的准确拿捏，该片迅速出圈，狂揽32
亿元票房，大超预期。《消失的她》不仅至今热
度还在， 后续接棒的《八角笼中》《长安三万
里》也表现优异，均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7
月14日公映的好莱坞大片《碟中谍7（上）》，
则是主演汤姆·克鲁斯领衔原班人马归来，
依然主打招牌动作戏，助推暑期档热度。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目前2023年暑期
档总票房约为81亿元， 接下来还有约一个
半月时间继续发力，暑期档最终总票房有望
向2019年178亿元的同期纪录发起冲击。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每天单日票房都不
错。这几天周末大盘能冲到4亿多，工作日也
能有2亿左右的票房， 还经常出现几部影片
单日票房都能破亿的情况。《八角笼中》奔着
20亿票房去了，《长安三万里》也奔着小10亿
票房去了，非常火爆，这都是一开始没想到
的。”影评人井润成说，他明显感觉到最近电
影市场热度一直很高， 影院内人流不断，网
络上大家讨论电影的热情也高了不少。

话题口碑集中释放

“近四年来，因为疫情原因，从来没有像
今年暑期档一样出现新片供应极其丰富的
情况。 之前很多影片因为疫情被积压下来，
现在集中上映，进口片也放开了，因此出现
很多优质影片集中释放。”星博达（北京）影
院管理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建新分析，
2023年是第一个真正不受疫情影响的假期，
疫情对消费的遏制完全消除，电影也深受其
益。“大家都放松了，对消费、娱乐没有任何
顾虑了，这一点从旅游也能看出来，现在北
京地铁上见到的旅游团特别多。暑期档时间
跨度长，又有假期效应，再碰上几部口碑好

的影片，市场就火了。”
分析今年暑期档大爆的这几部影片，

会发现它们在打造话题热度、 引发观众共
鸣上都做得非常成功。“如果说《消失的她》
切中的是两性关系的大众情绪，那么《八角
笼中》就是走现实主义路线，讲大山里贫困
孩子的故事， 用不屈不挠的励志情绪感染
观众。而且这部电影宣发做得特别好，导演
兼主演王宝强天天跑路演， 把热度真正带
到了下沉市场， 还在短视频平台上找了刘
德华、刘若英、阿米尔汗来做宣传，再加上
王宝强本身观众缘非常好， 大家都愿意支
持这位草根出身的明星。”井润成说。

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则凭借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演绎获得高口碑， 进而在排片和票房
上实现逆袭。影评人陆支羽分析，该片以唐朝诗
人为主角，片长又将近3小时，其实在市场上并不
讨巧，但主创花了很多心思去做，把唐朝的风韵
展示得很足， 对李白、 高适等诗人的刻画很生
动， 技术上制作方追光动画经过这几年的锤炼
也没什么可挑剔的地方， 堪称近几年对弘扬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一次成功的尝试。 片中共出现
48首唐诗，不仅引发了广大中小学生观众影厅
背诗的现象，更寓教于乐地普及了唐诗文化。

2023票房已破300亿

暑期档刚刚过半， 接下来还有7月20日
上映的国产神话史诗电影《封神第一部》、7
月21日上映的开心麻花喜剧电影《超能一家
人》和热门IP电影《芭比》、7月28日上映的励
志歌舞青春片《热烈》等重点影片接力。到了
8月，则有《巨齿鲨2：深渊》《孤注一掷》《少年
时代》《暗杀风暴》《学爸》《燃冬》《最后的真
相》等片值得期待。

好电影应接不暇，让业内人士不光对今
年暑期档普遍较为乐观， 也看好全年票房。
据灯塔专业版实时数据，截至7月14日，2023
年度大盘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0亿元，追
近2022年全年300.67亿总票房。“今年市场
起来后，会形成良性循环。看到票房这么好，
后续好些观望的资金会毫不犹豫地投入资
金，有助于电影制作。”刘建新预测，今年会
有更多资本进入电影市场。

另外， 根据普华永道于7月13日发布的
《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展望2023-2027》显
示， 预计2027年中国的电影市场收入份额继
续扩大， 将占全球收入的27%（美国占23%），
中国预计会在2024-2025年超越北美成为全
球最大的电影市场。 转自《北京日报》

早鸟票已开售

爱奇艺奇巴布乐园在暑期悄然开启了
试营业。

据了解，爱奇艺奇巴布乐园是由爱奇艺
授权的奇巴布乐园独家运营商 Qliday�
Production，与北京世园公司联合打造的首
家线下亲子主题乐园。该乐园占地近6000平
方米， 拥有七大主题空间、200多个游玩项
目，并引入了《嘟当曼》和《恐龙萌游记》两大
自制动画IP，客群定位在拥有3-12岁儿童的
亲子家庭。同时，乐园中还会有特别工作人
员“游戏领导者”，陪伴孩子进行沉浸式游园
体验。游乐设施方面，乐园与国内一线的游
具厂共同开发。

据“北京世园奇巴布乐园”小程序，目前
乐园已开售早鸟产品， 门票售价为99元/张
（成人、儿童同价）。

谈及新开业的乐园，爱奇艺奇巴布乐园
创始人薛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我们希望能够在暑假、‘十一’黄金
周以及寒假这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来做好
整体的体验。”

乐园IP后续会迭代

针对乐园的开发，薛贺还透露，乐园里
面所有的游具都是定制化开发出来的，所
以自然会把其打造成一个模块化的空间
和场景。通过模块化的打造，让乐园可以
非常灵活地嵌入不同的商业和文旅的场
景里面。“就IP来讲，随着爱奇艺本身奇巴
布自制动画的推陈出新，乐园里面的IP也会
不断地迭代。”

据了解，自2012年起，爱奇艺开始布局

儿童业务。截至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以爱奇
艺儿童频道、奇巴布App、奇异果儿童版为
依托的产品矩阵。

全球娱乐、体育和品牌授权运营机构之
一沃贝CPLG�（WildBrain�CPLG）实景娱乐
副总裁陈艾薇说道：“动画IP产业生态，是从
原创内容、内容发行、消费品、再到线下体验
等从而形成一条产业链，动画IP从线上到线
下场景的转换在国际上是最为常见的市场
拓展方式，爱奇艺也在进一步落实推进线下
线上的策略。”

从影业公司走向线下主题乐园的案例
并不在少数。 华特迪士尼公司成立于1923
年， 并于1955年建成第一座迪士尼乐园，截
至目前全球的迪士尼乐园已达6座。 无独有
偶，作为好莱坞历史悠久公司之一的环球影
业，也将线上电影作品“搬进”线下主题乐
园，截至目前，全球共有5座环球影城。不难
看出， 爱奇艺此举也将线上线下有机结合，
形成产业闭环。

在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
魏鹏举看来，对于爱奇艺来说，该乐园的确
算是其业务链较为合理的延伸，无论是迪士
尼还是环球影业，都把线上的内容和线下的
文旅、文娱结合得非常成功。不过该乐园也
是爱奇艺比较谨慎的探索， 并不是大体量、
大投资的线下产品，相对来说对于他们自身
的风险也比较小。

冬季将联动冰雪推组合产品

从爱奇艺此次布局线下乐园来看，其利
用亲子IP想要变现的想法不言而喻。在试水
的同时，爱奇艺奇巴布乐园也要考虑淡旺季
客流。

延庆被称为北京的“夏都”，夏季气候宜

人，非常适合来此休闲度假，但因平均海拔
在500米以上，冬天又会相对较冷，所以旅游
淡旺季相对明显。如何解决淡旺季经营不平
衡等问题成为爱奇艺奇巴布乐园未来发展
的难题之一。

对此，薛贺表示，乐园的定位是打造一
站式“亲子+”微度假目的地，并不只是一个
儿童乐园，而是涵盖整个家庭的吃、住、玩，
希望具有整个延庆片区以及世园度假区的
亲子大本营的属性。“其实淡旺季是个非常
正常的现象，我们会考虑平衡淡旺季的经营
收入，结合延庆片区以及世园在延庆片区的
位置做一些联动。”

据了解，除了乐园产品以外，爱奇艺奇巴
布乐园还拥有丰富的度假配套资源。世园度假
园区内覆盖4家高端旅游酒店、北京世园公园
等。同时，乐园距离八达岭长城、永宁古城、龙
庆峡风景区、 玉渡山等人文和自然景区也较
近。由此可见，联动周边文旅资源将会成为爱
奇艺奇巴布乐园未来“引流”的手段之一。

针对与周边资源的联动，北京世园投资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胡咏君表示：
“延庆整体就是一个旅游大区， 全区的产品
都是联动的。未来，我们可以组合更多的产
品，包括滑雪滑冰的课程、夜长城产品、世园
花灯产品等，都可以和乐园进行联动，提供
给游客更丰富的体验。”

“企业在落地时会考虑到淡旺季经营的
问题， 该乐园未来可以联动周边文旅资源，
考虑和冰雪项目、景区等相结合，推出‘套
餐’式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激发区域发展活
力。”魏鹏举谈道。

究竟爱奇艺能否捕捉到庞大亲子客群
的需求、 未来能否进一步扩张其线下场景，
其市场表现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北京商报记者 吴其芸/文并摄

刚刚过去的周末，开启试营业的爱奇艺奇巴布

乐园迎来了首批亲子客流。近日，由爱奇艺授权，与

北京世园公司联合打造的爱奇艺奇巴布乐园开始

试运营，这也是视频平台爱奇艺首次杀入线下主题

乐园。据悉，此次新开业的爱奇艺奇巴布乐园位于

北京延庆，并引入爱奇艺两大动画主题IP。此举也

是爱奇艺对于线下场景的一次试水，后续布局还尚

未可知。随着暑期大量亲子客流的到来，也将检验

爱奇艺奇巴布乐园旺季的运营能力。


